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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名历
年来评选出来的

“小院士”，最终
真的投身科技工
作的却寥寥无
几。去年市
政 协 十 四
届二次会
议上，市政
协委员、上
海市青少
年活动中
心主任徐
速提 出 了
让 科 创 教
育“去功利
化”的建议，今年
两会，他继续将
目光聚焦于青少
年科创教育。除
了“去功利化”，
他还希望让青少
年科创教育“去
工具化”。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科创教育就像

艺术教育一样，需

要通过一些具体的

点滴事情来触动孩

子们的心灵。只有

让孩子们在亲身实

践中感受到科学的

乐趣和魅力，才能

够真正点燃他们内

心的科学火种。

——市政协委员 徐速

“

”

市政协委员徐速：科创教育应“去功利化”“去工具化”

让更多孩子参与科创活动

市政协委员徐速呼吁，科创教育应“去功利化”“去工具化”，让更多孩子参与到科创活动中来。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徐速表示，今年两会，他依
然还是想延续去年的关注点，除
了“去功利化”，也希望能让青少
年的科创教育“去工具化”——
不仅仅是为了比赛。

他表示，在青少年科创教育
的道路上，应该探索如何让孩子
们在更多场景下感受科学乐趣，
从而点燃他们内心的科学火
种。“科创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
赛事和评审现场，而应该渗透到
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
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他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可以通过更多元化的活动来
丰富孩子们的科创体验。比如
邀请院士、科学家在更多场合与
孩子们面对面交流，不仅仅是在
评审答辩的现场，更是在一个轻
松的学习环境，甚至是在日常的
交流中，做一些科学问题的“点
拨”。这样的互动能够让孩子们
更近距离地感受到科学家的魅
力和科学的魅力，进一步激发他
们对科学的兴趣和对具体问题
的关注。

以得奖为目的的科创教育
容易让孩子们陷入功利性的误
区，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则需要扩
大参与面，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
参与到科创活动中来。“每年评选
的‘小院士’仅有10到20名提名
者，但还有5000多个项目的参赛
群体，这些金字塔的塔基也需要
我们更加关注。”徐速表示，当这
些孩子有机会参与到后续的交互
和实践中来时，科学教育的覆盖
面才会进一步得到扩展。

他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也开
始与更多的院士和科学家沟通，
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与孩子们
的交流中来。“可以与高校、科研
院所合作，带青少年参观实验
室，让他们亲身体验科学研究的
魅力。团市委合作创建的创新
实验室资源，也可以为孩子们提
供更多的动手实践的机会，也让
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前沿的科技
领域和项目。”徐速表示，上海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设立了禁毒馆，
也可以创造一些与生物化学相
关的课题，让孩子们前来体验。

“科创教育就像艺术教育一
样，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点滴事
情来触动孩子们的心灵。只有
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到
科学的乐趣和魅力，才能够真正
点燃他们内心的科学火种。”徐
速表示，作为政协委员，他也希
望在今年两会上呼吁更多校内
外人士和机构，能够更好地
去搭建一些
平台，让孩
子们在以非
成 绩 为 导
向为目标
的 环 境
中 ，更 好
地感受科
技 的 乐
趣。

去年寒假前，第二十一届上
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选出
结果，又有10名青少年加入了

“小院士”团队。而让徐速忧心
的却是这样一组数据：到去年
为止，上海少年科学院已经培
养了244名“小院士”。但2022
年“小院士”评选20周年之际，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进行的
回访发现，这些“小院士”中如
今考上大学以及参加工作的人
中，不少却选择了金融、经济等
专业，最终真正走上科技之路
的少之又少。

“这对我们校外教育也有所
启发，就是科创教育需要‘去功
利化’。”徐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很多孩子参加科创比赛，
目的只是为了这个荣誉本身。

“相当一部分孩子，在拿了奖之
后就不玩了，因为觉得已经有了

‘敲门砖’了。”这种纯粹为了拿
奖给自己履历添金的“功利化”
行为，需要引起警示。

去年两会期间，徐速也提出
了这一问题，并建议从评价体制
到家庭观念再到校外教育等各
方面，去更多地考虑让兴趣指引
孩子。“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但
这一年里，已经开始有切实的变
化了。”徐速表示。

就在前不久，今年新一届的
“小院士”再度出炉，这一荣誉不
仅是对孩子们科创成果的认可，
更是对他们未来科创道路的鼓
励。在评选过程中，评委们就评
选标准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
孩子们在课题中的参与度和贡

献度成为了评委在评选时着重
关注的焦点。

比如在面试答辩环节，专家
就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问题，来
探究孩子们对课题的真实理解
程度和实践经历。“评委都是院
士跟领域里的专家，几个问题下
来，孩子们是否真正懂得课题的
内涵，是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心里自然有了明确的答案。”

徐速告诉记者，今年的评选
在选取项目时也特别突出孩子
们参与度的导向。“比如我们会
看这个项目是否真的出自孩子
们的生活体验。你可以看到，最
后很多获奖项目都源自孩子们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有的
孩子是自己遇到的困难，有的则
是从家长、同学身上发生的问题
中受到启发，进而找寻方案去帮
他们解决难题。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即使得到了指导老师的
支持和启发，但更多的是发挥自
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成为
了课题的主人。”

此外，发挥青少年的“榜
样”作用，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影响。这一届“小院士”评选的
颁奖礼上，主办方就请来了历
年的“小院士”作为主持人。他
们中有的已经博士毕业，正在
从事科技方面的工作；有的则
在自己的领域里继续精耕细
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
成功的案例不仅激励了更多的
孩子投身科创事业，也让家长
看到了科创教育更深远的影响
和未来可能。

科创教育“去功利化”
从“小院士”评选标准开始改变

科创教育“去工具化”
真正点燃学生内心的科学火种


